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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地不断成熟，众多学科领域主动引进人工智能技术，人工智能融入学校体育也是时代

趋势。本文基于SWOT分析法对人工智能融入学校体育的优势、劣势、机遇和威胁进行分析；并借助 
SWOT矩阵分析模型，提出了推进人工智能融入学校体育的四大发展策略：加强师资培养，适应人工智

能；打造智能体育教育“一体化”系统，突破“信息孤岛”限制；提高数据安全，夯实基础数据库；创

新体育教学教法，实现个性化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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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maturit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many disciplines take the initia-
tive to introduc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nd the integ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to 
school sports is also the trend of the Times. Based on SWOT analys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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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tages, disadvantages, opportunities and threats of integrat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to school 
sports. With the help of SWOT matrix analysis model, four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to school sports: strengthening teacher training 
and adapting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uild an “integrated” system of intelligent physical educa-
tion to break through the restrictions of “information island”; improve data security and consoli-
date the basic database; innovative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methods to achieve personalized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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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1]，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教育强国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先导，是实现高水平科技

自立自强的重要支撑，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基础工程。当前，以人工智能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主要标志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在新一轮科

技创新的时代洪流中，人工智能已与众多学科领域交叉融合，而教育领域也不例外。体育教育作为教育

最为重要的一部分，更应该抓住机遇，促进“人工智能 + 体育教育”的融合发展。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对

人工智能融入体育领域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对于人工智能如何融入学校体育的研究的主题少之又少，本

文采用 SWOT 分析方法[2]，对人工智能融入于学校体育教育的优势、劣势、机遇与威胁进行了深入分析，

同时，提出了“人工智能 + 学校体育”的发展策略，为进一步拓展“人工智能 + 学校体育”的发展提

供参考。 

2. 人工智能融入学校体育教育的 SWOT 分析 

2.1. S：人工智能融入学校体育教育的优势 

2.1.1. 提高教学效果 
利用运动技能虚拟仿真学习系统，创新体育教育智慧教学方式。在传统体育教学过程中存在教师因

年龄大、运动水平下降等外部因素而导致难以展示标准的技术动作进行教学以及在体育教学时会存在对

学生提出的问题不能科学地回答，忽视理论知识的讲解等问题。体育教师可借助 AR、VR 等技术为学生

展示高水平运动员的技术动作，帮助学生建立正确动作表象。借助人工智能，教师不仅节省许多不必要

的教学时间，提高教学效率，还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体育智慧教学方式，从而到达互利的教学效

果[3]。 

2.1.2. 教育资源共享 
人工智能技术打破优质体育教育资源的时空限制。一方面，通过 AR 等技术手段，建立远程同步智

能课堂，促使优质体育教育课程资源覆盖落后乡村等偏远地区的薄弱学校，促进城乡体育教育资源的均

衡发展；另一方面，虚拟仿真训练场的建设[4]可打破运动项目的场地限制，可供学生选择的体育项目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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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实现学生个性化运动学习需求，激发学生的体育锻炼兴趣。 

2.1.3. 协同育人模式 
数字赋能“家校社”协调育人模式。2021 年 3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指出“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

系的重点。如何有效将家、校、社连接起来，人工智能可充当其链接纽带，建立沟通平台、学习平台、

展示平台和评价平台四个平台，打造体育教育“一体化”系统[5]，从家、校、社三个维度监测学生身体

健康成长情况。 

2.2. W：人工智能融入学校体育教育的劣势 

2.2.1. 数据应用无法做到完全准确可靠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处于弱人工智能阶段，实际应用经验较少。在数据采集、分析和处理过程中可

能出现数据错误导致结果分析偏差的问题。如在智能体育领域评估运动强度指标的普通心率变异率，心

率变异率越低，疲劳程度就越大；但在实践中影响准确心率变异率采集的因素有很多，测量过程中会存

在各种因素的干扰，测量的心率信息未必准确[6]。 

2.2.2. “人工智能 + 体育”人才供应不足 
人工智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人工智能融入学校体育教育是新时代的潮流倾向，但体育教师能否

合理地利用好人工智能这把双刃剑还是一个问号。有数据显示，我国人工智能领域产业人才存量数约为

94.88 万人，其中本科学历占 68.2%，硕士学历占 9.3%，博士学历仅占 0.1% [7]。而“人工智能 + 体育”

人才就更为稀缺，很大程度限制了人工智能融入学校体育的发展。 

2.2.3. 人工智能技术成本高昂 
人工智能为人类带来的价值无疑是巨大的，但其背后的人力和资源投入也同样让人触目惊心。根据

Dimensional Research 代表 Alegion 所做的一项最新研究表明，机器学习项目可能会花费 51,750 美元至

136,750 美元，且不包括难以确定的其他成本。我国“人工智能 + 体育”发展所需的基础建设能力较弱，

各地区发展不均，人工智能高昂的成本决定了并非每一所学校都有能力去承担应用成本。 

2.3. O：人工智能融入学校体育教育的发展机遇 

2.3.1. 政策引领 
近年来，我国政府陆续发布“人工智能 + 教育”的重要文件《北京共识：人智能与教育》《新一代人

工智能发展规划》[7]《教育信息 2.0 行动》[8]《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9]和《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

案(2018~2022 年)》等文件。这意味着人工智能在学校体育教育中的研发应用已经上升为国家意志。 

2.3.2. 相关部门的指导与支持 
我国北京体育大学体育工程学院于 2017 年成立了首个“人工智能体育工程实验室”[10]，开设智能

体育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等专业。2023 年 5 月，在中国体育产业峰会上，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总经

济师叶定达表示，要大力推进行业数字化转型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加快体育产业数字化转型是增品种、

促质量的必要手段，是优化生产方式、管理模式、组织形式、提高创新能力的破局之道。相关政策的指

导与支持为人工智能融入学校体育教育创造了巨大发展空间。 

2.3.3. 人工智能领域的快速发展 
科技的进步日新月异。ChatGPT 是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自然语言处理工具，它能够基于在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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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所见的模式和统计规律，来生成回答，还能根据聊天的上下文进行互动，真正像人类一样来聊天

交流，甚至能完成撰写邮件、视频脚本和写论文等任务，而它从诞生到如今仅用时五年。人工智能作

为时代的潮流，在未来势必将发展得更快。人工智能融入学校体育教育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技术，计

算机视觉技术、智能可穿戴设备和大数据技术。这三项技术在近年来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尤其是运

动手环、手表等智能可穿戴设备的问世，使学生可以随时了解自己一天的身体活动情况，更有研究人

员利用 Actigraph wGT3X-BT 型人体运动能耗监测仪(即加速度计) [11]测量学生 24 h 身体活动数据进

行相关实验研究。 

2.4. T：人工智能融入学校体育教育的外部威胁 

2.4.1. 体育教师就业市场影响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可能导致某些传统体育教育岗位被替代，对相关从业人员的就业市场产生负面

影响。在体育教学过程中，体育教师对先进技术使用较少，甚至出现抵触情绪，认为自身素质足以完成

一堂优质的体育课，从而拒绝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直接影响了人工智能在体育中的应用与发展。 

2.4.2. 隐私和数据安全 
人工智能是一把双刃剑，在给人们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风险。个人隐私泄露、网络诈骗

等问题层出不穷。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收集和分析学生的健康数据和运动情况可能带来隐私泄露和数据

安全问题，如果这些数据未被妥善保护，可能对学生们的个人隐私构成风险，从而造成难以挽回的后

果。 

2.4.3. 伦理危机加剧 
人工智能技术就像一把双刃剑，既能给人类带来便利与智能，也在不同层面带来权利上的失衡与道

德上的失范。人工智能融入学校体育教育不同于将人工智能融入体育赛事监测、体质健康监测、竞技训

练辅助等体育领域，它可能会加剧人工智能技术存在潜在的身体伦理风险，由人工智能代替了体育教师 
 

 
Figure 1. SWOT analysis model diagram 
图 1. SWOT 分析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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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运动技能展示的教学部分是否会导致忽视体育中的身体,刻意压制身体的生存与发展而带来身体的

伦理危机[12]。 

3. 体教融合背景下人工智能融入学校体育教育的 SWOT 矩阵对策分析 

基于 SWOT 分析法对人工智能融入体育进行全面地分析，结合内部和外部因素，构建出 SWOT 矩阵

分析(见图 1)并选出 4 个组合发展类型，人工智能应利用自身优势及机遇积极融入学校体育，根据自身实

际情况扬长避短，克服劣势和威胁。 

3.1. S-O 策略：(把握机会，发挥优势) 

在坚持国家政策的引领和相关部门的指导下，人工智能应充分利用在学校体育教育领域的已有优势，

把握外部发展机遇，促进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一方面，着重发展人机交互教学系统、智能穿

戴设备数据收集算法等主要运用于学校体育教育领域的技术，寻找建设体育教育“一体化”系统的新路

径，助力打破学校体育数据壁垒；另一方面，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结合名校名师打造更多人机交互的优质

体育教学课程，促进体育教育资源共享。 

3.2. S-T 策略：(利用优势，对抗威胁) 

人工智能的发展为学校体育教育带来新的生机，但人工智能的价值还未被完全挖掘。因此，我们还

需在应用中进一步去研究。一方面，加强师资培养，促进形式相互配合化，体育教师与人工智能合作。

体育教师和人工智能并非是对立面，体育教师应主动接纳、学习、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发挥人工智能技

术在创新教学方式上的作用，而不是将其作为自己的“职业对手”。另外一方面，打造体育教学“一体

化”系统时应该注意加强对数据的保护，减小数据泄露的风险。 

3.3. W-O 策略：(抓住机会，克服劣势) 

人工智能的发展需在相关部门的指导和支持下，抓住时代发展机遇进行换代升级。全面提升数据准

确性，完善相关数据库。在建立相关数据统计时，应综合考虑数据信息，科学运用数据信息，注重隐私

保护。结合高校教育资源，大力培养相关专业人才，开发相关技术系统，降低相关人工智能技术使用成

本，推进中小学校园的投入使用。 

3.4. W-T 策略：(遏制劣势，规避威胁) 

人工智能在学校体育领域的研究应密切联系社会、学校、体育教师、学生、家长多方视角，保障以

数据安全为导向的人工智能技术，夯实相关数据系统基础，以创新教学方式为目标，推动“人工智能 + 学
校体育”的发展，以内外联动为机制，促进产学研一体化，通过内外联动培养体育人工智能专业人才。

在以上 4 个策略的前提下，充分意识到人工智能融入学校体育的弊端，遏制劣势，回避威胁，促进体育

人工智能的可持续发展。 

4. 总结 

人工智能技术是时代发展的潮流，学校体育与人工智能技术融合是时代进步的必然，人工智能同样

赋予了学校体育发展新的机遇。我国应把握住机会，高质量推动人工智能融入学校体育。但这个过程中

势必会出现不可避免的困难，本文通过 SWOT 分析方法，提出了人工智能融入学校体育的发展策略，希

望能通过人工智能技术优化传统的学校体育教育模式，使教学更高效、生动，真正实现个性化教学，将

学生作为教学的主体，满足学生不同的运动需求，挖掘学生的运动潜能，让学校体育在各个方面都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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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促进我国学校体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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